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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 行 力 学 及 轨 道 力 学 联 合 学 术 交 流 会

�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一�� 日
，

西安�

为贯彻
“
科教兴国

”
战略和落实 《国防科工委

关于加强部队科技学术工作的决定》 ，

在国防科

工委首长及司令部领导的直接关怀和中国天文学

会的热情支持下
， “

国防科工委飞行力学及中国

天文学会轨道力学联合学术交流会
”
于 ����年

�月 ��一�� 日在西安卫星侧控中心召开
�

会议

共收到论文 ��篇
，

内容涉及大气飞行动力学
、

系统辨识与参数估计
、

飞行试验与数据处理
、

航

天器运动规律和定轨方法
、

轨道交会与控制和太

阳系小天体运动六个专题
，

代表来自总参
、

国防

科工委
、

中国科学院
、

航天工业总公司
、

国家教

委等五个部委所属的试脸基地
、

院校
、

研究所
、

天文台站等 ��个单位
，

其中轨道动力学方面的

代表有 ��位
�

蔡金狮研究员
、

刘林教授
、

李济生总工程师

和中国科学院系统所贾沛璋研究员分别就
“
加强

委内飞行力学学术研究的十年设想
� “

太阳系小

天体动力学研究
” ， “

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研究回

顾
�

和
“
最优估计

、

稳健估计及小波理论在卫星

定轨中的应用
”
作了大会学术报告

�

代表们按飞

行力学和轨道力学两个专题进行了分组交流
�

学

术气氛十分浓厚
，

是近年来少见的
�

会议交流的内容反映了我国导弹飞行力学与

飞行试验
、

人造卫星轨道确定与控制
、

飞船返回

控制
、

太阳系小天体动力学以及天体力学定性研

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和应用成果
，

与会代表探讨

飞行力学和轨道力学的新理论和新技术
，

交流飞

行力学和轨道力学应用技术与成果
，
互相启发

、

互相学习
、

互相借鉴
，

加深理论研究深度
，

提高

应用技术水平
，

推动试脸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
，

也达到了促进人才培养的目的
�

大家一致认为
，

今后应加强这种多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
�

会议期间
，

中国天文学会天体力学和卫星动

力学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扩大

会议
，

有 ��位专家和青年学者与会
，

对今后两年

的学术活动和学科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
�

决定
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年召开一次关于太阳系小天体 �主要是

近地小行星和 自然卫星�的探测和运动的专题研

讨会�
���每年年底出版一个专辑

，

交流各单位的

研究工作和重要进展
�

会议认为天体力学研究应

更加重视天文背景
，

近地小天体的探索应尽快开

展
，

卫星动力学的研究工作应与我国及国际航天

领城的需求相结合
，

并加强国内各系统的联合
，

当前应特别注重我国实侧能力的加强与提高
�

�中国天丈学会天体力学与
卫星动力学专业委员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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